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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水利：居民吃上安全水
为改善民生，新郑市提出了 3年实现村村通自

来水的目标。该市成立了以市委书记为组长的领导
小组，建立了联席办公会制度，乡镇也成立了相应的
领导组织，形成了上下联动的机制。

近年来，新郑市投资8700多万元，兴建了4座乡
镇水厂、10处联村供水工程、101处单村安全饮水工
程，解决了152个行政村23.92万人的饮水问题。今
年计划再解决 10.5万人的饮水安全问题，基本实现
自来水村村通。

效益水利：兴建万亩农田水利工程
新郑市围绕“田成

方、树成行、路成网、渠
相通、井相连、村庄美”
目标，实施了以农用机
井升级改造为核心的农
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强有
力的效益基础。

为解决农用机井长期
存在的电力线路、机械设

备被盗、毁坏或带病运行等问题，新郑在全国同行业
中率先对现有农用机井进行综合配套升级改造。

去年，对1014眼农用机井进行了综合配套升级
改造，新增、恢复灌溉面积 5.07万亩，年灌溉节水
304万方，节约耕地38亩，年减少使用成本294万元。

2010年计划投资 4860万元，对 2000眼农用机
井进行综合配套升级改造。

生态水利：河道改造后美景怡人
近年来，新郑市以“水清、流畅、岸绿、景美”为目

标，连续投巨资在建设轩辕水库的同时，对城区内黄
水河、双洎河进行综合治理，使水利工程建设与城市
建设、生态建设有机融合，成为城市建设不可或缺的
重要组成部分，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生态和经济效
益，提高了防洪标准，提升了城市品位，同时对西部
及西北部山丘区实施了小流域水保综合治理等工
程，保护、改善了生态环境。

平安水利：水库加固防洪更有保障
为消除水利工程存在的安全隐患，提高水库的

防洪能力，去年以来，新郑市累计投资近亿元，对老
观寨、望京楼、五虎赵、青岗庙、唐寨等水库实施了除

险加固，保证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和谐水利：移民新村展新貌
按移民安置的统一安排，新郑市去年启动了薛

店镇岗周移民点和郭店镇小杨庄移民点第一批移
民工程建设。

目前，移民新村交通、供水、供电“三通一平”工
作已完成，移民新村房屋建筑进展顺利。安全饮水
及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等配套工程也同步推进。

领导有方：加强制度建设开创新局面
新郑水利工作之所以能够出成绩显效益，关键

是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强有力支持。
市委书记办公会、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常务会议

经常专题研究水利工作。
每年的人大、政协两会上，都明确提出水利建设

意见和年度规划。
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经常深入水利建设工地，

调查研究，解决问题。
各乡镇、有关责任单位也严格落实目标责任制，

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形成了社会办水
利的良好氛围。

近年来，新郑市按
“南调长江水，北引黄
河水，西蓄天上水，东
治洪涝水，合理开发地
下水，综合利用循环
水，全社会厉行节约用
水”的治水理念，以民
生水利、效益水利、生
态水利、平安水利、和
谐水利为重点，全力实
施农村安全饮水、农田
水利基础设施、水库除
险加固、生态河道治
理、移民安置等工程建
设，走出了一条具有新
郑特色的水利发展之
路。获得了全国农田
水利基本建设先进县
（市），连续 13 年获得
河南省农田水利基本
建设“红旗渠精神杯”、
连续 14 年获得郑州市
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中
州杯”、河南省文明单
位等荣誉称号。

晚报记者 王军方
通讯员 史国义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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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后的黄水河治理后的黄水河——郑风苑段美丽如画郑风苑段美丽如画


